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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经济Night economy

自古中国人便爱茶。人言，佛能洗心，茶能涤性，苦中有
甜，甜中是苦，先苦后甘。抿一口苦茶，能品味出人生百态，
这便是茶的魅力。而现在，不再限于过去的高端人群，茶慢慢
变成了大众消费品。人们喝的不是茶，而是一种悠闲与快活。
在永定区八一路的天门花街里就隐匿着一家茶坊——伞缦茶坊。

伞缦茶坊采用简约的装修设计，让每一个功能空间相互连
贯，产生“人”与“茶”的互动体验，搭配古朴的藤椅方桌，
让“大庸城”的老市井茶馆情景再现。品上一碗“盖碗茶”，闻
着老虎灶台煮茶的茶香，任过去的时光在空气中缓缓滑动，怀
旧的情绪悄悄滋生。

除此之外，茶坊中的装饰，大到那些木茶柜，小到一个茶
碗，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与设计，营造了一种旧式茶馆的禅
意。这一切，只为带给人们简单惬意的品茶享受。

“鸟幽声忽断，茶好味重回”，舒适的空间外，主角即是好
茶。经过反复的筛选，伞缦茶坊甄选了云南知名的普洱茶，且
坚持着最原始的手冲现泡茶方式，为茶客提供最佳的品茶体验。

伞缦茶坊的茶叶经过了称茶、润茶、初道，每一个步骤都
力图准确，以达到对茶品的熟知与搭配，实现茶入口中后能获

得滋味与口感的平衡。茶叶品种不同，对于热冷
饮的适宜有所区分，冷饮清爽，凉风拂

面，音乐萦耳；热饮入口，口口甘
醇，回味无穷。这些讲究，在伞

缦茶坊中你都可以一一尝试。
除了喝茶之外，伞缦茶

坊还提供了专门的茶叶进
行散卖，不同的茶叶礼盒
满足大家送礼的需求。

伞 缦 茶 坊 就 在 这 闹
市 中 不 疾 不 徐 ，不 骄 不
躁，散发着它独特魅力，
期 待 着 你 的 到 来 。 端
午假期，来伞缦茶坊细
细 品 茶 ，让 时 间 变 慢 ，
让人心变安。

地址：永定区八一路
(崇实北校对面)天门花街

一杯清茶里

，半是风雅半烟火
谢敏

端午至，粽飘香。粽子是怎
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呢？一
则粽子历史“拍了拍”你，邀你
一同了解粽子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粽子初名“筒粽”，用竹筒装
黏 米 ， 以 草 木 灰 汁 煮 熟 ， 色 、
香 、 味 别 具 特 色 ， 且 能 清 热 降
火 ， 调 理 胃 肠 ， 是 一 种 时 令 食
品。粽子的出现，标志着岁序转
入夏季，是一年生活转折点的信
号，最初并无特殊纪念意义。

到了春秋时期，逐渐改用菰
（茭白） 叶包黏米成牛角状，用于
祭拜祖先和神灵，称“角黍”。之
所以把粽子包成牛角状，是因为
古代先民在祭祀时喜用带角的动
物来作祭品，认为动物的角，是
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灵物，以求五
谷丰登，仓满廪实。

战国时，楚国大夫屈原爱国
忧民，后被佞臣所害，传说于五
月初五那天投身汨罗江。人伤其
死，于是开始把屈原之死与端午
节联系在一起，投“角黍”于江
中 ， 避 免 鱼 鳖 虾 蟹 破 坏 屈 原 遗
体，用以表达对英雄人物的敬仰

和祭奠，从此端午节也被赋予成
有道德含义的节日。

粽子正式被定为端午节食品
是在晋代。人们脑洞大开，开始
将一些特殊材料包在其中，包括
中药材“益智仁”，煮熟的粽子美
其 名 曰 “ 益 智 粽 ”。 南 北 朝 的 时
候，粽子馅料大家族里又出现了
肉、板栗、红枣、赤豆⋯⋯包好
的粽子还被当成礼物互相赠送。

到 了 唐 代 ， 粽 子 用 米 制 成 ，
看起来“白莹如玉”，形状也出现
了菱形、锥形等，成为节日或民
间 风 味 小 吃 。 宋 代 时 ， 出 现 了

“蜜饯粽”，即果品入粽。苏东坡
就写下过这么一句“时于粽里见
杨梅”。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
台 亭 阁 造 型 的 现 象 ， 似 乎 说 明 ，
吃粽子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

元代以后，包粽子已不限于
菰 叶 ， 而 是 改 用 箬 叶 和 芦 苇 叶 。
明清时期，粽子更被赋予了吉祥
含义。相传，当时凡是参加科举
考试的人，考前要吃一种细长像
毛笔般的粽子，被称为“笔粽”，
谐音“必中”。另一种说法是，这
种“笔粽”吃进肚子，胸中会有
神来之笔，能考出好成绩。

承载着家国情怀、融入了真
情实感，从历史长河中走出来的
粽 子 ， 至 今 依 然 受 到 人 们 青 睐 。
它们的种类愈加繁多，已成为中
华民族民俗文化、食文化传承的
重要符号。

（来源：新华社新媒体））

粽子“拍了拍”你，
为你讲述它的“前世今生”

初夏的几场雷雨过后，天气
越来越湿热，各个品种的荔枝也
接连上市，桂味、糯米糍、三月
红、妃子笑、白糖罂⋯⋯果壳鲜
红透绿，果肉晶莹半透，每一颗
入口都软嫩浓滑，忍不住吃到流
鼻血。对于荔枝，连苏东坡都不
禁赋诗曰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
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
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
产国，两广、海南一带就是荔枝
的原产地。小时候在广东待过很
长一段时间，经常能在别家的围
墙里看到垂掉下来的荔枝，街边
小 巷 到 处 可 以 看 到 买 荔 枝 的 小
摊，阿婆会不要钱似地扯几颗下
来让你先尝尝。父亲经常一买就
是 一 箱 ， 那 时 候 家 里 还 没 有 冰
箱，接下来每天就是吃荔枝的日
子了，总要吃到流一回鼻血的。

比起耳熟能详的“妃子笑”，
在 广 东 吃 的 最 多 的 其 实 是 糯 米
糍 ， 父 亲 说 这 种 荔 枝 核 小 肉 多 ，
吃起来才过瘾。的确，糯米糍的
果实稍圆，呈偏心脏形，果壳颜
色 比 较 深 ， 带 着 一 些 蜡 黄 的 色
调。吃起来果肉软清多汁，果核
瘦 小 ， 咬 一 口 是 满 满 的 清 甜 味

道，极为享受。
作为资深吃货的父亲有一天

突然回来说要教我怎样正确剥荔
枝，笑说是单位的广东人“亲传”给
他的。原来荔枝的皮很软很好剥，
只要沿着荔枝中缝按压，然后像剥
栗子那样，“啪”一声，如凝脂般
的果肉就露出来了。

从此，吃荔枝便是一件不会
粘手的事，一压一掰，果肉自动
出来。一口咬下去，甜甜的汁水
在口腔中迸溅，肥嘟嘟的果肉温
柔融化，心情瞬间爽朗。

荔枝
这个夏天的“甜度担当”

本报记者 宋美慧


